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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污染生态学（第3版）》共10章，分基础篇（上篇）和应用篇（下篇）两部分。
上篇阐述基础理论和规律，下篇讲解治理污染环境的生物技术和方法。
第3版侧重新近研究进展的增补，体现在增加绪论内容和新理论、新技术，以较全面地体现污染生态
学研究和实践的反战趋势，将生物净化与抗性分为两章，以区分生物净化与抗性的概念，明确其相互
关系；增加生态风险评估内容，这是随着环境管理目标和环境观念的转变而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研究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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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表型的可塑性 植物和动物的一个显著差异还在于植物具有表型可塑性。
可塑性在植物对污染的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
污染既可能在质量上，也可能在数量上引起植物体中的资源在组织和器官中的配置。
二氧化硫和臭氧抑制根的生长甚于茎的生长，从而降低了根茎比；在二氧化硫污染条件下资源在叶中
分配增加，茎中的分配降低。
污染常常导致生殖投入降低，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响应。
很多的研究表明污染条件下植物可塑性的变化，有的还和遗传控制有关。
 现在普遍认为，表型的可塑性、发育的自稳态机制以及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应答环境不可知性和环境异
质性的策略。
可塑性和自稳态一直被认为是植物对短期的、不可预知的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性反应。
虽然在短期范围内，可塑性反应可能是适合度的成分，但仅仅靠可塑性维持植物在长期污染条件下的
生长和生殖也是不行的。
因为表型可塑性的范围总是有一定限度，同时可塑性具有较高的适应代价，它常常涉及通过营养组织
的损伤弥补因为光合作用的降低所带来的资源不足。
如果污染胁迫稳定存在，并且相当严峻，植物可能难以通过这种能力而维持自身，同时也会出现对害
虫和疾病抵抗能力的降低；而且，虽然可塑性可以被选择，但在发育上和形态上会制约可塑性的进化
。
因此，较高的可塑性水平对于短期适应污染胁迫是有效的，但不可能在进化上成为一个抗性机制。
 （四）植物的生殖特征 开花植物的有性生殖过程包括开花、授粉、受精、种子成熟和种子的散布。
这种过程是一个连续过程，并且在一个相当集中而短促的时间中发生。
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污染会导致整个植物生殖潜力受挫。
虽然这个时期对植物遗传变异的传递和种群的遗传结构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但污染条件如何影响植
物生殖过程的研究还不多见。
相对于研究营养生长而言，研究污染条件下植物生殖过程的主要难度在于该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在很
短时间内发生，并且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过程。
因此，很难准确地说明生殖过程中的哪一个时期在生殖潜力丧失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野外条件
下开展研究工作，难度就更大。
 如前所述，污染胁迫下生殖响应的一个最普遍的方式是生殖生长中的资源配置水平降低、资源分配受
阻。
这种可塑性反应，往往通过开花受抑，芽、花、果实和种子的减少或无效性增多表现出来。
这种效应往往又和污染发生时间、持续时间长短、发生强度等密切相关。
当污染强度持续增加时，对生长产生了抑制，对生殖影响的最大可能性是开花水平降低，对于多年生
植物尤其如此。
虽然目前也有一些这样的报道，如环境污染刺激开花，但这种现象是死亡的先兆，因为胁迫已经导致
了资源短缺，开花又将耗尽它更为稀少的资源。
当污染是阵发性发生，而种群又是处在生殖阶段时，情况又复杂得多。
这可能会出现对配子产生的影响，导致花粉或雌蕊的不育；也可能出现生殖功能受挫，如引起花粉活
力、萌发能力降低以及果序和种子数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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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污染生态学(第3版)》出版至今，已近10年。
在这期间，污染生态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于污染治理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污染生态学(
第3版)》可作为生态学专业、环境科学专业及环保、农林系统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
也可供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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